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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结束了在加拿
大、美国的 !场“古文物鉴赏”专题讲座返回北京。谈及
此行观感，一位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表示，“当前，海外
华人对收藏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此行一方面为华人收藏
家提供了一个分享与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唤起
华人保护文物的热情。”

华人收藏，由冷转热

近年来，华人“收藏热”可谓有目共睹。据统计，
$%"&年华人艺术品拍卖额达到 '%%多亿元，占全球拍卖额
的 (%)，位居世界第一。

华人收藏之“热”，不仅表现在藏品拍卖的额度上，
更体现在华人收藏家队伍的不断壮大上。

&%*&年举办的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有 +%%多位来自
世界各地的华人前来参加。会上华人展示了自己珍藏多年
的文物，也交流了收藏的经验。华人收藏家大会负责人刘
女士认为，这样大规模的华人收藏大会尚属首次，可见华
人收藏之风正在兴起。

据华人收藏家董先生称，,%年前，华人收藏家屈指可
数。现在，越来越多的华人从热爱收藏，到将收藏作为一
种职业，甚至是一种生活，收藏正在走进华人的世界。

此外，华人收藏博物馆也日渐规模化。目前，美国的
华人收藏博物馆、展览馆有几十家。&%*%年，中国国家博

物馆研究员王先生在参观旧金山华人收藏展览馆后感叹地
说：“除中国以外，这里馆藏的百余件中国古代青铜器为
世界之最，这些文物精美无比，可谓是国家级珍品。”

收藏热，更是文化热

华人“收藏热”的兴起，不仅与华人生活逐渐变好，
华人财富的相对集中有关，也与华人对中华文化的浓厚兴
趣密不可分。

,%年前，华人收藏家郭先生刚刚移民到加拿大，看到
一些中国文物，当时虽然有一种收藏的愿望，但经济实力
的薄弱让他无力收藏，到现在才有能力收藏这些珍贵的文
物。这些收藏品不仅记录着他在加拿大的奋斗史，也承载

着悠久的中华文化。
对此，印尼华人许先生也深有同感，他认为，“华人

与中华文化具有天然的联系，文字、饮食、信仰等共同的
爱好，可以使世界各地华人形成共同的收藏习俗。”

现年 #(岁的马来西亚华人陈先生有着 !%余年的收藏
经历，可谓是“老藏家”。在他看来，“收藏是一种文化，
更是一种历史，收藏历史古物能让我与中华文化‘隔空对
话’。”可见，华人“收藏热”的背后暗藏的是中华文化的
“回归热”。

是爱好，更是责任

让流失海外的国宝回家，是很多华人长久以来难以释
怀的情结。因此，对一些华人而言，收藏不仅仅是一种爱
好，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年 !月 '日，美国华人收藏协会秘书长招思虹女
士向首都博物馆捐赠了一套唱片。据悉，目前这套唱片存
世量极少，可谓是一件极为珍贵的有关国际援助中国抗战
的文物。

据了解，多年来，美国华人收藏协会已向中国国家博
物馆、首都博物馆等捐赠华侨文物史料 (%%% 余件。“不
论是多么珍贵的文物，能促成散落海外的中国文献史料回
归中国就是值得的。”招思虹说。

将“国宝”送上回家之路，不仅是华人收藏协会的责
任，很多华人收藏家也参与其中。

为了不让国宝“有家难回”，&%*, 年 , 月，美国华人
收藏家林缉光先生将其收藏的 +%%多件中国国宝级文物捐
赠给了自己的家乡江门。他说：“来自中国的这些文物是
我收藏品中最珍贵的、最喜欢的，收藏这些文物的初衷就
是为了能把它们送回到中国，把它们送回故里算是圆了自
己的心愿。”

让人感动的还有旅英著名华人收藏家赵泰来先生。,%

多年来，他先后向中国各地博物馆、艺术院捐赠了 +万多
件收藏珍品。在他看来，藏品本就不是一己之物，将这些
珍贵的文物捐献出来，是华人收藏家应该达到的境界。

华人收藏
为何如此之“热”？

杨子岩 胡琎心

据西班牙 《欧华报》 报道，由旅西华商经营的服装店俨然已
成为马德里 -.//01.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廉价与低劣已不再是评
点华商商埠特色的唯一标签，琳琅满目的货品、鲜艳流行的款式、
体贴专业的服务让华商能够以全新的面貌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

专注品质重发展

近年来，西班牙经济形势不景气，居民购买力下降，市场表
现疲软。华商一度倚赖的价格优势已不再明显，越来越多的华商
开始认识到，低价战术并非长久之道，引进专业人才、规范经营
方式、发展品牌效应才是保持企业常青的持久之计。

这一改变首先从服装销售开始。据华文媒体报道，目前，经
营高价高档服装的华商已占多数。这些商店除了少量服装进口自
中国，其余直接产自意大利———产品质量和品牌越来越受重视。

同时，华商在店铺的外包装上也颇费苦心。近两年西班牙新
开的华人服装店在装修和进货方面都狠下血本，希望通过装潢设
计改变人们对华商服装店的刻板印象。除此之外，店主们还想到
了雇佣西班牙营业员的办法以扩大目标消费群。

经过十几年的摸索前进，服装业已经成为了旅西华人经济圈
的重要支柱之一，还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

低价策略难持续

*%多年前，华商跨洋来到欧洲，开掘海外服装业的蓝海。据
外媒报道称，由华商产销的服装初入欧洲时，款式单调突兀，充
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店铺的每个橱窗里都是千篇一律的货物，
丝毫不讲究美感和款式。

意大利是华商抢滩登陆的首站。根据该国国家观察统计报告
显示，佛罗伦萨的华人社区———普拉托工业区从亚洲国家的进口
量在 *%年之内翻了 ,%倍，其中以服装成品占据多数。这些成衣
在经过简单的“贴牌”加工便以低廉的价格广销欧洲，而西班牙

华商服装店就是其中的主要受益者之一。
旅西华商虽然凭借独有的进货渠道在价格战上旗开得胜，但

是价格毕竟只是影响服装销量的因素之一，很快商人们便发现，
陈旧俗气的款式无法跟上欧洲的流行时尚，销路越发狭窄，专注
品质服装才是发展的正途。

一味模仿无出路

从一味打价格战的单一发展模式到如今专注品质的重新定位，
旅西华商开始走上了一条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但是目前的产业
状况并非尽善尽美，恶性的模仿与复制是阻碍其健康发展的一大
阻力。

一个曾在华人箱包公司工作的西班牙设计师透露说，她在该
公司工作的一年半中，从来没被主管要求设计过任何服饰，多数
情况下只是改良款式。因为推广新产品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
力和资金，并且无法确保收益，但是模仿大牌却是投入少、收效
快的点金之术。

对优秀品牌进行借鉴本无可厚非，但是急功近利的心态使得
部分华商一味抄袭而不思创新，逐渐步入自我束缚的困局中。据
西班牙媒体报道，$%**年马德里某繁华街道上竟然出现了一家打
着 23453 招牌的服装店，衣服的风格甚至店面装潢都与 2353

十分接近，只是价格更加便宜。
频出仿造事件严重影响了华商的信誉，在去年召开的西班牙

国际服装展会上，一些西班牙本土服装参展商就对中国面孔颇为
戒备，原因是为了防范华商乔装为顾客，抄袭服装设计。

为了实现快速的自我更新而一味跟风大牌，只会让华商失去
业内外的尊重与信赖。提升服务品质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踏实勤
干、精耕细作、积极创新才是旅西华商实现捞金梦的终南捷径。

本报北京 5月 20日电 （胡琎心） ! 月 &% 日上
午，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向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捐
赠了 "!%%万元。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中
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林文肯等出席了捐赠仪式。
根据完美 （中国） 有限公司董事长古润金的捐赠意
愿，此次捐款的 !%%万元人民币将通过国侨办捐赠给
雅安地震灾区，支持灾后重建工作，"%%% 万元用于
支持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开展海外华文教育事业的相
关项目。

裘援平主任代表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向古润金董
事长颁发了捐赠证书，并代表国务院侨办对古润金董
事长的捐赠表示感谢。她说，古润金董事长用实际行
动践行了“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企业理想。她希
望基金会全体员工要珍惜善款，用好善款，根据海外
华文教育的需要展开切合实际的工作项目，为海外侨
胞多做好事、实事。

完美向华教基金会捐赠1500万元

海内外侨讯海内外侨讯

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右三）向古润金董事长

（左四）颁发捐赠证书。 胡琎心摄

据中新社郑州电 大陆首家“华侨法律维权服务
中心”日前在郑州揭牌。中心下设 ,% 家服务站，覆
盖河南所有省辖市及部分省直管试点县，为维护侨界
民众合法权益搭建了新的平台。

参加“华侨法律维权服务中心”的每家服务站，
均由成立 !年以上，在当地享有良好声誉，具有 ,名
以上精通涉侨（外）经济、法律知识、良好专业素养
和丰富执业经验律师的律师事务所担任。
“华侨法律维权服务中心”的职能是为河南省内

的归侨侨眷和在豫华人、港澳同胞企业提供法律服
务。

首家“华侨法律维权服务中心”成立

据中新社保定5月20日电（记者吕子豪） "'日
至 &%日，来自美国、意大利、丹麦、瑞士等 ",个国
家的 ,%位海外侨商参访河北省保定市。

参访团一行参观了长城汽车公司及英利公司，赴
“服装之乡”容城和“中国箱包之都”白沟新城体验
保定特色经济，并在中国现存最完整的省级衙署直隶
总督署内访史问古。

河北省侨联主席马法严称，此次活动是“百位侨
商进河北”的重要一站，愿心系“中国梦”的海外侨
商能在这里亲身感受一个普通城市的发展脉搏。

13国海外侨商河北行体验“保定梦”

5月 20日 ，

琼海在潭门小镇

和博鳌小镇举行

婚庆游主题活动。

海南省侨乡琼海

拟打造风情小镇

婚庆旅游目的地。

王辛莉摄

琼海潭门小镇
博鳌小镇举行婚庆游活动

旅西华商服装业的华丽转身
苟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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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哉游哉的田园生活似乎与在
异国他乡日夜奔忙、辛苦打拼的华
侨华人风马牛不相及。不过，“晨
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却成了越
来越多华侨华人的生活写照。也
许，正因为闯荡海外着实不易，所
以不少华侨华人把大自然当成了慰
藉良方，过起了“归园田居”的生
活。

吕先生本来和家人居住在温哥
华，但是由于割舍不了对土地的感
情，吕先生力劝家人放弃城市生
活，回归乡村。他们一家从温哥华
搬到萨省，买下大片田地，安居在
一望无垠的田野中，从此过上了春
种秋收的生活。多数情况下，吕先
生自己开着农机下地，太太在家管
家理财，日子过得不亦乐乎。

如果说萨省广袤肥沃的土地赋
予了吕先生一家衣食无忧的生活，

萨省纯朴热心的农民们则让他们找到了
归属感。下地忙碌前，乡亲们会先到咖
啡馆喝杯咖啡，吃点东西，互相交流生
产信息。丰收后，每个小镇都会轮流举
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其他镇上的居民都
去捧场，共同感谢大地的恩赐。

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吕先生这样，完
全远离尘嚣、回归自然。在西方，打理
花园、647种植蔬菜已经成为潮流。不
少华人也禁不住大自然的诱惑，纷纷入
乡随俗，在城市里开辟起“自留地”，
做起了“城市农夫”。

居住在美国的陈女士参观了同学的
后院并品尝了自种果蔬的美味后，便越
发不可收拾地种起菜来。如今，陈女士
的花园里长出的蔬菜简直可与菜市场里
的品种相媲美：番茄、辣椒、黄瓜、豆
角、芹菜、生菜……除此之外，陈女士
一家还能享受到柠檬、苹果、梨和枣子
等自家水果。

桃花源里“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的场景令人流连。在自家院子里养些家
畜，最能增添大自然的气息了。移居到
美国的一对华裔夫妇在河滨县买了 #亩
地。夫妇俩在种菜的同时，又买了一批
小羊羔作为天然的“割草机”。这对夫
妇的家现在俨然已经成了好友们的“度
假花园”。一到周末，三五好友结伴而
至，摘摘新鲜的蔬菜，喂喂悠闲的羊
群，孩子们则调皮地追着羊羔跑来跑
去。好一派田园风光！

尽管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的意境有些不同，慢下来的生活已
经让这些“城市农夫”们尝到了甜头。
陈女士说，她和丈夫刚到美国时，拼命
念书，找到工作后拼命工作，生活成了
紧张无聊的两点一线。现在他们很享受
城市农民的新生活，不仅锻炼身体，吃
得也更健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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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斗彩苍龙教子双螭耳抱月瓶


